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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中日双边贸易的特点与趋势

李清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２０２０年日本对外贸易整体下滑，对大多数经贸伙伴的贸易额均有不同程

度减少。但中日双边贸易额稳步回升，特别是日本对华出口逆势增长，日本对华进出口贸易额在其总进出

口额中所占比重均有所上升。中日经贸关系呈现新的特点，两国经济供需两面联系更加紧密，以中日为核

心的东亚供应链彰显韧性。后疫情时代，在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背景下，中日经贸合作的发展不仅有利于

两国经济发展，也对区域供应链稳定与经济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冠疫情；中日双边贸易；日本对华出口；供应链

中图分类号：Ｆ７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２４５８－（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６３－０９
ＤＯＩ：１０．１４１５６／ｊ．ｃｎｋｉ．ｒｂｗｔｙｊ．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７

　　２０２０年，在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的 冲 击 下，世 界 经

济受到重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２０２１
年４月发布的 《世界经济展望》，２０２０年全球实际

ＧＤＰ增长 率 为－３．３％，与２００９年 全 球 金 融 危 机

时的实际ＧＤＰ增长率－０．１％相比，经济形势更加

恶劣；其中，美国实际ＧＤＰ增长率为－３．５％，日

本为 －４．８％，英 国、法 国 和 德 国 更 是 低 至 －
９．９％、－８．２％和－４．９％，中 国 则 是 为 数 不 多 的

能够保持正 增 长 的 国 家［１］。按 照 国 家 统 计 局 ＧＤＰ
核算数据，２０２０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万亿，

达１０１．６万 亿 元，按 可 比 价 格 计 算，比 上 年 增

长２．３％［２］。

在世界经 济 严 重 下 滑 的 背 景 下，２０２０年 日 本

对外贸易整体大幅下降，对大多数贸易对象的出口

和进口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而随着中国疫情得到

良好控制，经 济 恢 复 增 长，中 日 双 边 贸 易 稳 定 恢

复。日本对华出口呈现正增长，自华进口较日本整

体进口下降幅度更小，中国在日本对世界出口和进

口总额中 所 占 的 份 额 均 有 所 上 升。２０２０年，日 本

对华出口额超过对美出口额，中国时隔两年再次成

为日本第一大出口对象国，并继续保持日本第一大

进口对象国，显示出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重要

地位和中日经贸联系的紧密性。

一、新冠疫情下中日双边贸易的特点

（一）日本对中国出口呈现正增长

由于中国和日本的统计口径不同，双方对于中

日双边贸易的统计，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在此，我

们将双方统计的商品贸易数据分别列示在图１和图

２中，以便于比照分析。如图１所示，根据日本财

务省的统计 数 据，２０２０年 日 本 对 华 商 品 贸 易 出 口

额为１５０　８１９．２亿日元，较上年增加２．７％；自 华

商品贸易进口额为１７４　９３０．９亿日元，较上年减少

５．２％；日方贸易逆差额为－２４　１１１．６亿日元。如

图２所示，根 据 中 国 海 关 的 统 计 数 据，２０２０年 中

国对日商品贸易出口额为１　４２６．６亿美元，较上年

减少０．４％；自 日 商 品 贸 易 进 口 额 为１　７４８．７亿 美

元，较上年增加１．８％；中方贸易逆差额为３２２．１亿

美元。因此，可以看出，无论哪一方的统计，变动

方向都是一致的，日本对华出口与中国自日进口为

正增长，日本自华进口与中国对日出口为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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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日本对华贸易整体情况

说明：括号中为出口或进口份额，即日本对华出口或进口在日本对外贸易出口总额或进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 （％）
资料来源：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数据来自，日本財務省．財務省貿易統計普通貿易統計国別総額表［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１－２１］．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ｊｐ／ｔｏｕｋｅｉ／ｓｒｃｈ／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Ｍ＝２３＆Ｐ＝０．２０２０年 数 据 来 自，日 本 財 務 省．財 務 省 貿 易 統 計 報 道 発 表

令 和２年分（確々報）（令和３年３月１２日）［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８－２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ｊｐ／ｔｏｕｋｅｉ／ｓｈｉｎｂｕｎ／ｔｒａｄｅ－ｓｔ／
２０２０／２０２０２８ｇ．ｘｍｌ

图２　中国对日贸易整体情况

说明：括号中为出口或进口份额，即中国对日出口或进口在中国对外贸易出口总额或进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 （％）
资料来源：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 对外经济贸易［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１－２２］．ｈｔｔｐ：／／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ｈｔｍ？ｃｎ＝Ｃ０１．２０２０年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月报２０２０年１２月进出口商品国别（地区）总值

表（美 元 值）［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１－２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ｃｕｓｔｏｍｓ／３０２２４９／ｚｆｘｘｇｋ／２７９９８２５／３０２２７４／３０２２７７／
３０２２７６／３５１５７１９／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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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十年来，中日双边贸易波动比较大。如图１
所示，根据日本按日元计价的商品贸易统计数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日本对华出口额最低为１１５　０９１．４
亿日 元 （２０１２ 年），最 高 为 １３３　８１４．９ 亿 日 元

（２０１４年）；自 华 进 口 额 最 低 为１３４　１２９．６亿 日 元

（２０１０年），最高 为１９４　２８８．１亿 日 元 （２０１５年）；

进出口 贸 易 总 额 最 低 为２６４　９８５．２亿 日 元 （２０１０
年），最高为３２６　５２１．６亿日元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年，日本 对 华 贸 易 额 呈 现 逐 渐 上 升 趋 势，出

口额由１２３　６１４．２亿日元增长至１５８　９７７．４亿日元，

进口额由１７０　１８９．９亿日元增长至１９１　９３６．５亿日

元，进 出 口 总 额 由 ２９３　８０４．１ 亿 日 元 增 长 至

３５０　９１３．９亿 日 元。２０１９年 和２０２０年，受 中 美 贸

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贸易额有所下降，但

基本保持在２０１７年的水平左右。

如图２所示，根据中国按美元计价的商品贸易

统计数 据，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中 国 对 日 出 口 额 最 低

为１　２１０．４亿美元 （２０１０年），最高为１　５１６．２亿

美元 （２０１２年）；自日进口额最低为１　４２９．０亿美

元 （２０１５年），最高为１　９４５．６亿美元 （２０１１年）；

进出口贸易总额最低为２　７８５．２亿美元 （２０１５年），

最高 为３　４２８．３亿 美 元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中国对日贸易额呈现逐渐上升趋势，出口额由

１　２９４．１亿美元 增 长 至１　４７０．５亿 美 元，进 口 额 由

１　４５６．７亿美元 增 长 至１　８０６．６亿 美 元，进 出 口 总

额由２　７５０．８亿美元增长至３　２７７．１亿美元。２０１９
年和２０２０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贸易额有所下降，但仍然超过２０１７年的水平。

（二）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份额

上升

２０２０年，受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影 响，日 本 对 外 贸

易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大幅减少，与２０１９年相比，

增长率分别为－１１．１％和－１３．７％。其中，日本对

美 国 出 口 和 进 口 增 长 率 分 别 为 － １７．３％
和－１３．９％，对 欧 盟 出 口 和 进 口 增 长 率 分 别

为－１４．６％和－１２．６％，对东盟出口和进口增长率

分别为－１５．０％和－９．３％，双边贸易 额 均 明 显 下

降［３］。在这样的趋势下，日本对华出口 逆 势 增 长，

自华进口较日本对外贸易进口总额的下降幅度也小

的多。

如图１所 示，在 出 口 方 面，２０２０年，中 国 在

日本出口总 额 中 所 占 的 份 额 上 升 至２２．０％。这 是

日本对华出口占比首次超过两成，说明在新冠疫情

蔓延、日本对欧美等国家出口停滞的状态下，面对

经济迅速恢复的中国，日本出口明显增加［４］。在日

本出口对象排名中，中国时隔两年再次取代美国成

为日本第一大出口对象国。在进口方面，２０２０年，

中国在 日 本 进 口 总 额 中 所 占 的 份 额 达 到２５．８％，

较上年 （１９．１％）有所显著上升，并超过绝大多数

年份 的 份 额。在 日 本 进 口 对 象 排 名 中，中 国 自

２００２年以来一直保持日本第一大进口对象国地位。

与此相对，日本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

继续下 降。如 图２所 示，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日 本 所

占份额在７％至８％之间；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日本所

占份额降为６％至７％之间；２０１８年以后，日本所

占份额降至６％以下，并逐渐由２０１８年的５．９％到

２０１９年的５．７％，再 到２０２０年 的５．５％。日 本 在

中国进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在２０１２年以前接近或

超过１０％，此后除个别年份在９％以上外，其余年

份大多在８％至９％之间，２０２０年为８．５％。

二、新冠疫情下中日双边

贸易的变化趋势

（一）双边贸易稳步恢复，东亚供应链彰显韧性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２０２０年 各 月 份 中 日 双 边

贸易随疫情状况发生变化。如 图３所 示，２０２０年

１－３月，受 供 应 链 阻 断、人 员 和 货 物 往 来 限 制、

中国国内生产减 少 等 因 素 影 响，日 本 对 华 出 口 和

进口 同 比 均 出 现 明 显 下 降，同 比 增 长 率 显 著 为

负。特别是２０２０年２月，日 本 自 华 进 口 与 上 年

同月相比大 幅 减 少４７．０％。２０２０年４－６月，中

国国内疫情已 经 基 本 控 制、生 产 得 到 恢 复，但 全

球范围内疫情仍 在 蔓 延，日 本 政 府 在４月 发 布 新

冠肺炎 疫 情 紧 急 事 态 宣 言，呼 吁 市 民 减 少 外 出，

尽量降低人与 人 的 接 触 机 会。在 这 三 个 月 中，日

本对华出口虽然 仍 为 同 比 负 增 长，但 增 长 率 绝 对

值较前三个月已 经 有 所 降 低，说 明 出 口 在 逐 渐 恢

复；自华进口则在 其 中 的４月 和６月 这 两 个 月 出

现同比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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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２０年１－１２月日本对华贸易情况

说明：括号中为与上年同期相比出口或进口增长率 （％）

资料来源：２０２０年１－１２月数据来自，日本 財 務 省．財 務 省 貿 易 統 計 普 通 貿 易 統 計 国 別 総 額 表［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８－

２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ｊｐ／ｔｏｕｋｅｉ／ｓｒｃｈ／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Ｍ＝２３＆Ｐ＝０

　　２０２０年 下 半 年，在 出 口 方 面，如 图３所 示，

日本对华出口在７－１２月间连续六个月保持同比正

增长，其中在９月、１０月和１２月，同比增长率均

超过１０％，增 长 非 常 显 著。进 入２０２０年 下 半 年

后，日本国内单日感染人数不断突破新高，欧美等

国家疫情扩散更加严重。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日本累积感染人数达到２３．６万人，美国累积感染

人数达到２　００６．１万人，英国、德国和法国累积感

染人数分别 达 到２４８．９万 人、１７６．１万 人 和２６１．７
万人［５］。与此相对，中国疫情得到良好控制，经济

率先恢复增长，市场需求扩大，日本对华出口的汽

车等产品增加，对华出口额在２０２０年下半年一直

保持同比正 增 长。在 进 口 方 面，日 本 自 华 进 口 在

７－１０月仍为同比负增长，１１月和１２月连续两个

月为同比正增长。

在进 出 口 贸 易 总 额 方 面，自２０２０年８月 起，

日本对华进出口总额呈现稳步增长趋势，如图３所

示，柱 状 图 中 柱 体 的 高 度 逐 渐 上 升，从８月 的

２５　８３４．４亿日元 （出 口 额１２　６１６．９亿 日 元 与 进 口

额 １３　２１７．５ 亿 日 元 之 和，下 同），到 ９ 月 的

２７　７２８．４亿日元，到１０月的２９　９６７．４亿日元，到

１１月的３０　４７９．０亿日元，最后到１２月的３１　２６２．４
亿日元。由此可以看出，中日双边贸易虽然在２０２０
年初受到较大的冲击，但是从４月开始基本进入恢

复期，到下半年，则呈现出日本对华出口连续同比

正增长，对华进出口贸易总额稳步上升的趋势，显

示出东亚供应链在冲击下迅速且强韧的恢复力。

（二）中日经贸关系在供需两面联系更加紧密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不仅是作为世界工厂在

供给面起到积极作用，作为消费市场的需求面重要

性也在 日 益 上 升。在 供 给 面，２０２０年，虽 然 日 本

自华进口总额较上年有所下降，但是纺织原料及制

品、计算机和音像设备及零附件等的进口额仍然保

持增长。

如表１所 示，２０２０年，在 日 本 自 华 进 口 各 行

业中，化学制 品 的 进 口 额 为１０　７８６．２亿 日 元，在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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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华进口总额中占比６．２％；按原料分类制成

品的进口额 为２２　８９０．４亿 日 元，在 日 本 自 华 进 口

总 额 中 占 比 １３．１％；一 般 机 械 的 进 口 额 为

３４　０８９．９亿日元，占 比１９．５％；电 气 设 备 的 进 口

额为５１　００５．４亿日元，占比２９．２％；这些均 为 日

本自华进口的主要行业。再进一步细分，按原料分

类制成品类别下，金属制品和纺织原料及制品在日

本自华进口总额中分别占比３．５％和４．９％；一 般

机械类别下，计算机及周边设备在日本自华进口总

额中占 比１０．８％；电 气 设 备 类 别 下，音 像 设 备 及

零附件和通信器械分别占比４．３％和１１．１％；这些

均为日本自华进口的主要产品。

表１　２０２０年日本自华进口结构

进口额／亿日元 份额／％ 增长率／％

进口总额 １７４　９３０．９　 １００．０ －５．２

１食品 ８　１９８．８　 ４．７ －８．９

２原料 ２　１７９．０　 １．２ －７．１

３矿物燃料 ７２６．１　 ０．４ －３７．２

４化学制品 １０　７８６．２　 ６．２ －９．８

５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 ２２　８９０．４　 １３．１　 ３．６

　　金属制品 ６　１４６．５　 ３．５ －９．１

　　纺织原料及制品 ８　４９６．０　 ４．９　 ６７．６

６一般机械 ３４　０８９．９　 １９．５　 ０．７

　　计算机及周边设备 １８　８４３．１　 １０．８　 １４．８

７电气设备 ５１　００５．４　 ２９．２ －３．７

　　音像设备及零附件 ７　５５５．８　 ４．３　 ３．６

　　通信设备 １９　５０３．４　 １１．１ －３．３

８运输设备 ４　１４７．６　 ２．４ －１４．８

９其他 ４０　９０７．６　 ２３．４ －１１．７

　　资料来源：日本財務省．財務省 貿 易 統 計 報 道 発 表 令 和２年 分（確々報）（令 和３年３月１２日）［ＥＢ／ＯＬ］．
［２０２１－０８－２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ｊｐ／ｔｏｕｋｅｉ／ｓｈｉｎｂｕｎ／ｔｒａｄｅ－ｓｔ／２０２０／２０２０２８ｇ．ｘｍｌ

　　从表１可 以 看 出，２０２０年，在 日 本 自 华 进 口

主要行业 中，化 学 制 品 的 进 口 增 长 率 为－９．８％；

按原料分类 制 成 品 的 进 口 增 长 率 为３．６％，其 中，

金属制品的进口增长率为－９．１％，纺织原料及制

品的进口增 长 率 则 高 达６７．６％；一 般 机 械 的 进 口

增长率为０．７％，其中，计算机及周边设备的进口

增长 率 为１４．８％；电 气 设 备 的 进 口 增 长 率 为－
３．７％，其中，音像设备及零附件的进口增长 率 为

３．６％，通信设备的进口增长率为－３．３％。从增长

率数值来看，化学制品、金属制品、通信设备等是

日本自华进口下降比较明显的产品，纺织原料及制

品、计算机及周边设备、音像设备及零附件等则是

日本对华进口增长比较明显的产品。

在日本自华进口额增加的产品中，一些产品对

华依赖度非常高。例如，日本自华进口的口罩等纺

织 品，占 日 本 该 类 产 品 进 口 总 额 的 比 重 达 到

８９．８４％；笔 记 本 电 脑 的 自 华 进 口 比 重 达 到

９９．３５％；彩电 的 自 华 进 口 比 重 达 到７２．５５％；游

戏机的自华进口比重达到９３．９５％。即使是日本自

华进口额 有 所 下 降 的 产 品，也 仍 然 具 有 较 高 的 比

重［６］。例如：空调 的 自 华 进 口 比 重 达 到９１．５９％；

手机的自华 进 口 比 重 达 到８３．６９％①。这 表 明 中 国

作为供给方，对日本市场起到重要作用。

在需求方面，中国市场为日本企业出口提供机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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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口罩等 纺 织 品、笔 记 本 电 脑、彩 电、游 戏 机、空 调、手 机 的 ＨＳ编 码 分 别 为：６３０７９００２９、８４７１３００００、８５２８７２０１０、９５０４５００００、

８４１５１００１０、８５１７１２０００。



会。如表２所 示，２０２０年，在 日 本 对 华 出 口 各 行

业中，化学制 品 的 出 口 额 为２５　３１１．７亿 日 元，在

日本对华出 口 总 额 中 占 比１６．８％；按 原 料 分 类 制

成品的出口 额 为１７　８０９．５亿 日 元，在 日 本 对 华 出

口 总 额 中 占 比 １１．８％；一 般 机 械 的 出 口 额 为

３４　０９９．０亿日元，占 比２２．６％；电 气 设 备 的 出 口

额为３２　０１４．７亿日元，占比２１．２％；运输设 备 的

出口额为１５　９６２．０亿日元，占比１０．６％；这 些 均

为日本对华出口的主要行业。再进一步细分，化学

制品类别下，塑料及制品在日本对华出口总额中占

比５．９％；按原料分类制成品类别下，钢铁和有色

金 属 在 日 本 对 华 出 口 总 额 中 分 别 占 比３．３％和

３．６％；一般机械类别下，发动机和半导体等 制 造

装置 分 别 占 比３．２％和６．４％；电 气 设 备 类 别 下，

半导体等 电 子 部 件 和 电 路 设 备 分 别 占 比６．７％和

３．６％；运输设备类别下，汽车和汽车部件分 别 占

比６．０％和４．３％；这些均为日本对华 出 口 的 主 要

产品。

表２　２０２０年日本对华出口结构

出口额／亿日元 份额／％ 增长率／％

出口总额 １５０　８１９．２　 １００．０　 ２．７

１食品 １　２９２．５　 ０．９　 ９．２

２原料 ２　３６４．５　 １．６ －５．４

３矿物燃料 １　００８．０　 ０．７ －３３．９

４化学制品 ２５　３１１．７　 １６．８ －０．４

　　塑料及制品 ８　８６２．８　 ５．９　 ８．７

５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 １７　８０９．５　 １１．８　 ６．９

　　钢铁 ５　０２４．４　 ３．３　 １．６

　　有色金属 ５　４５６．６　 ３．６　 ４１．１

６一般机械 ３４　０９９．０　 ２２．６　 ０．４

　　发动机 ４　７６１．４　 ３．２　 ３．４

　　半导体等制造装置 ９　５７８．８　 ６．４　 ６．４

７电气设备 ３２　０１４．７　 ２１．２　 ５．３

　　半导体等电子部件 １０　０３７．２　 ６．７　 ２．４

　　电路设备 ５　４１７．４　 ３．６　 ５．０

８运输设备 １５　９６２．０　 １０．６　 ６．０

　　汽车 ９　１１１．１　 ６．０　 １５．８

　　汽车部件 ６　４５０．０　 ４．３ －５．９

９其他 ２０　９５７．３　 １３．９　 ４．２

　　资料来源：同表１

　　从表２可 以 看 出，２０２０年，在 日 本 对 华 出 口

主要行业 中，化 学 制 品 的 出 口 增 长 率 为－０．４％，

但 是，其 中，塑 料 及 制 品 的 出 口 增 长 率 达 到

８．７％，出现明显正增长；按原料分类制成品 的 出

口增 长 率 为６．９％，其 中，钢 铁 的 出 口 增 长 率 为

１．６％，有色金属的出口增长率则高达４１．１％；一

般机械的出口增长率为０．４％，其中，发动机的出

口增长率为３．４％，半导体等制造装置的出口增长

率为６．４％；电气设备的 出 口 增 长 率 为５．３％，其

中，半导体等电子部件的出口增长率为２．４％，电

路设备的出口增长率为５．０％；运输设备的出口增

长 率 为 ６．０％，其 中，汽 车 的 出 口 增 长 率 为

１５．８％，汽车部件的出口增长率则为－５．９％。

从增长率数值来看，塑料及制 品、有 色 金 属、

半导体等制造装置、电路设备、汽车等是日本对华

出口增长较多的产品。这说明，一方面，中国国内

生产恢复，对于原料、零 部 件 和 设 备 的 需 求 增 加；

另一方面，消费扩大，市场潜力发挥作用，对于汽

车等产品的消费需求也在增加；这为日本相关企业

出口提供了市场，并通过供应链传导至生产流程各

个环节。同时，随着全球价值链深化发展，日本通

过提供中间产品等方式嵌入价值链，即使日本自华

进口比重较高的笔记本电脑、彩电、游戏机、空调

和手机等产品，其中一部分增加值也归属于日本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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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供需两 面 相 互 作 用 下，中 日 经 贸 联 系 更 加

紧密。

三、后疫情时代中日经贸

合作的积极意义

　　２０２０年，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对 世 界 经 济 和 国 际 贸

易均造成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日本对华出口在

２０２０年下半年 连 续６个 月 保 持 同 比 正 增 长，全 年

对华出口增长率为２．７％；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出

口总额中 占 比 超 过 两 成，在 进 口 总 额 中 占 比 达 到

１／４，显示出中国 在 日 本 对 外 贸 易 中 的 重 要 地 位。

进入２０２１年之后，全球新冠疫情依然严峻，日 本

国内感染人数仍在不断累积，经济复苏和增长具有

较大压力。在国际经济形势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的

情况下，中日经贸合作的积极作用将更加凸显。
（一）提升外需对 日 本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促 进

日本经济复苏

从宏观层面看，有助于提升外需对日本经济增

长的贡献，促进日本经济复苏。根据日本内阁府的

ＧＤＰ统计数据，如图４所示，自２０１９年第四季度

起，日本 实 际 ＧＤＰ增 长 率 连 续３个 季 度 为 负 数，

其中２０２０年 第 二 季 度，实 际 ＧＤＰ增 长 率 降 至

－７．９％，创日本战后经济增长最大降幅。到２０２０

年第三季度，日本经济有所恢复，第三季度和第四

季度实际ＧＤＰ均为正增长，而这一时期，正是日

本对华出口连续同比正增长的时期。特别是第三季

度，日本实 际 ＧＤＰ增 长 率 为５．３％，其 中，内 需

贡献度和外需贡献度均为２．６％，也就是说，外需

贡献了经济增长的一半程度。结合日本对华出口在

其总出口中所占的较高比重，以及日本对其他主要

贸易对象的双边贸易额均有不同程度下降等因素，

外需贡献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对华出口，说明日

本对中国出口的增加对于日本宏观经济的恢复和增

长是有明显作用的。

同时，出口对于日本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

仅体现在外需本身，还体现在对内需，特别是民间

需求的传导作用。在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中，民间需

求一般占３／４左右，主要包括民间消费和企业设备

投资等。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日，日 本 消 费 税 税 率 由

８％提高至１０％，民间需求受到严重打击，民间消

费和企业设 备 投 资 的 降 幅 均 超 过 ＧＤＰ整 体 降 幅。

进入２０２０年以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消 费 税

增税后的经济恢复性增长没有出现，民间需求依然

低迷，从而造成连续３个季度经济负增长。而出口

的增加，可以促进生产的恢复和扩大，进而带动企

业设备投资的增加，并唤起民间消费，形成从外需

至内需的良性循环。

图４　日本实际ＧＤＰ增长率 （２０１９年第一季度—２０２０年第四季度）

说明：实际ＧＤＰ增长率为季节调整值

资料来源：日本内閣府．国民経済計算（ＧＤＰ統計）（２０２１年４－６月期１次速報値）［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８－２８］．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ｅｓｒｉ．ｃａｏ．ｇｏ．ｊｐ／ｊｐ／ｓｎａ／ｄａｔａ／ｄａｔａ＿ｌｉｓｔ／ｓｏｋｕｈｏｕ／ｆｉｌｅｓ／２０２１／ｑｅ２１２／ｇｄｅｍｅｎｕｊａ．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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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改善日本企业收益，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

从微观层面看，有助于改善日本企业收益，维

持企 业 生 存 和 发 展。２０２０年，受 新 冠 疫 情 冲 击，
日本企 业 收 益 普 遍 下 降。与 前 年 同 期 相 比，２０２０
年第一至 第 四 季 度，日 本 企 业 经 营 利 润 分 别 下 降

２８．４％、４６．６％、２８．４％和１７．５％；劳 动 者 报 酬

从２０２０年第二季度开始负增长，与前年同期相比，

２０２０年第二、第 三 和 第 四 季 度，劳 动 者 报 酬 分 别

下降２．３％、２．３％和２．７％；失 业 率 在２０２０年 第

一 至 第 四 季 度 分 别 为 ２．４％、２．８％、３．０％ 和

３．０％，呈逐渐上升趋势。企业经营利润和劳 动 者

报酬的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２０２１年第一季度，此

后进入正增长，但劳动者报酬水平的恢复将会比较

缓慢；失业 率 在２０２１年 将 继 续 上 升，达 到３．１％
左右，企业扩大招聘的意愿较弱［７］。

在世界经济严重下滑中，中国经济率先恢复增

长，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进行的企业调查显示，

２０２０年在华 日 资 企 业 实 现 盈 利 的 比 例 是６３．５％，
超过日资企 业 在 美 国 （４７．１％）、英 国 （４７．５％）、
德国 （５０．２％）、印 度 （３２．２％）、越 南 （４９．６％）
等国家实现盈利的比例 （参见括号中数值），也显

著超出日资企业整体平均值 （４８％）［８］。以 日 本 汽

车企业为 例，２０２０年，日 本 丰 田 汽 车 和 本 田 汽 车

在华销售创历史新高［９］。其中，丰田汽车在华销售

量与上年相 比 增 加 了１０．９％，创 下 两 位 数 的 增 长

记录；本田汽车增加了４．７％，中国超过美国成为

该公司最大的销售市场；丰田汽车在日本爱知县的

工厂，为 面 向 中 国 出 口 而 加 班 加 点 生 产［１０－１１］。因

此，无论是对华出口的日本企业还是在华投资的日

本企业，都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益。而出口及海外

市场收益不仅影响直接参与的日本企业，也将顺着

产业链条影响各环节提供生产和服务的日本企业，
进而起到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的效果。

（三）助 力 中 国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加 快 构 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中日经贸合作不仅对于日本经济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在中国构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

也可以产生 积 极 作 用。２０２０年９月，习 近 平 同 日

本首相菅义伟通电话时指出，“中日双方可以相互

支持，实现共赢。中国正在加紧推动形成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希望双方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产业链、供应链

和公平开 放 的 贸 易 和 投 资 环 境，提 升 合 作 质 量 和

水平”［１２］。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提出构建 “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是顺应未来经济发展趋势

的战略选 择，也 是 中 国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重 要 支

撑。中日经贸合作有利于将日本纳入 “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下，拓展共 同 利 益 和 发 展 空 间。一 方 面，
在国内大循环中，随着中国市场逐渐发展和成熟，
在华日本企业从在中国建立加工和出口基地，转向

更加注重融入中国国内市场和生产网络。因此，无

论是在生产子循环中向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采购或销

售中间产品，还是在流通和消费领域面向中国国内

消费者，日 本 企 业 具 有 的 管 理 经 验 和 生 产 经 营 能

力，提供的高质量、多元化产品均能有效充实供给

体系，推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

态平衡。另一方面，在国际大循环中，中日之间的

贸易往来促进了货物和服务的跨国流通，有利于中

国企业拓宽国际市场，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四）增强区域内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强韧度

从区域层面看，有助于强化区域内供应链的韧

性和抗风险能力。在新冠疫情下，全球贸易模式正

在发生重构，全球供应链将向着区域化以及次区域

化方向 聚 集。经 济 学 人 智 库 （ＥＩＵ）的 报 告 显 示，
疫情将加速供应链缩短的趋势，跨国企业更多地转

向区域供应链，这将是这场危机的持久结果；在美

国拜登政府时期，美国的政策重点和策略会有所变

化，但中美竞争局势仍将持续［１３－１４］。

在 此 背 景 下，区 域 供 应 链 的 稳 健 性 愈 发 重

要。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ＲＣＥＰ）正式签署，中日首次达成关税减让

安排，实现历史性突破。接下来，进一步加强中日

经贸合作，为中日企业提供一个稳定的区域生产和

经营环境，对于增强区域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稳健性

和强韧度，提升抵御区域外风险冲击的能力，促进

中日两国共建国际经济秩序，均具有重要意义。同

时，也应注意到，与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占比不

断上升相对的是，日本在中国出口中所占的份额逐

渐下降，到２０２０年 仅 有５．５％，在 中 国 进 口 总 额

中所占的份额也只有８．５％，说明中日贸易仍有潜

力可挖掘。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加强中

日贸易往 来，不 仅 有 利 于 日 本 维 护 与 最 大 贸 易 伙

伴———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对中国降低对美贸易

依赖，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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